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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刘建谠

虞城新闻
万人助万企 服务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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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虞城县委统战部 虞城县工商联

虞城县委书记白超在全县三级
干部大会上指出：“文明，将是虞城
最靓丽的名片。要更加注重文明的
滴灌式滋养和浸润，让虞城的每一
片土地都有文明的热流在涌动，每
一天的生活都有文明的绿叶在生
长，用文明来丰实虞城的文化底蕴，
用文明来提升虞城的城市魅力，用

文明来塑造虞城的精神品格。”
文明创建，彻底改变了虞城的

城市面貌，改变了干部的工作作
风，改变了市民的行为习惯，也促
进了虞城的快速发展。2021年，全
县生产总值实现 360.8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招商引资
完成 128.5亿元。全县主要经济发

展指标在全市取得 6个第一、2个
第二的好成绩。

虞城是一座古老而底蕴丰厚的
城市，虞城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年
轻城市。新时代，新征程，虞城将
围绕“河南强县、中原新城”战略
定位，塑造新品格，展现新作为，
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文明创建，正在塑造虞城的精神品格

文明创建让虞城更美好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 岩

虞城县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创建工
作紧贴民生、贯通民意、凝聚民心，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创建利民，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让群众了解创建、支持
创建、参与创建。几年来，虞城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
质显著提升。近日，记者到虞城进行采访，切实感受到文明
城市创建给虞城带来的巨大变化。

“虞城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
不仅环境变绿了、变美了，而且
人也变文明了。”这是在新疆做生
意的刘红星回到家乡的第一感觉。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请你
让车辆在虞城县城的主次干道上
缓缓而行，道路两侧参差错落、
造型各异的绿化景观，高大的雪
松、银杏、水杉、合欢、香樟、法桐
等绿化树，整齐划一的路灯和中国
结灯饰、公益广告等，都会令你耳
目一新、如沐春风。如果你有闲适
的心情，请你漫步虞城滨河景观带
的绿色步道，或信步于随处可见的
街头游园，或驻足欣赏公园广场的
雕塑和景观小品，相信这些留给
你的不再是喧嚣和纷杂，而是心
旷神怡和井然有序。如果你在夜
色中，五彩缤纷、人间烟火气息
浓厚的虞城更会令你流连忘返。
流光溢彩的灯饰，让花草树木、
高楼大厦、阁桥亭榭仿佛披上了

五彩的盛装，在霓虹灯的闪烁下摇曳多姿。
在虞城，无论是公园广场，还是社区楼

院；无论是主次干道，还是背街小巷，你几
乎看不到散落的垃圾。精致的分类垃圾箱随
处可见。即使村庄也都实行了集中收集、集
中清运、集中处理。城关镇正在往外送垃圾
的居民李青云说：“这么干净的环境，谁还
会乱扔垃圾？”

“虞城县按照‘以文化城、以绿荫城、以水
润城、以业兴城’目标，致力打造‘河南强县、
中原新城’。着力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力度，
城市绿化率39.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7平
方米，2020年被命名为全国园林城市。”虞城
县园林绿化中心负责人朱明伟介绍。

文
明
创
建
，
为
虞
城
涂
抹
最
亮
丽
底
色

“你看，公园里到处都是出来
玩的市民。跳舞的，唱戏的，打拳
的，热闹得很。别看我 80多岁了，
这么好的生活，活到 100 岁也不
够。”正在两河口公园领着花木兰
老年艺术团排练的居民祁素兰说。

虞城县把文明城市创建与改善
民生紧密结合，广泛征求市民意见
建议，立足解决市民关心的热点、
难点、堵点问题，提升教育、医
疗、养老保障水平，完善提升道
路、供水、供气、供热、防汛、消
防等处置能力。从群众生产生活的
小事入手，加大停车位、公厕、垃
圾箱、污水处理设施等的建设和管

理，小切口撬动大民生，让广大市
民从文明城市创建中体会到满满的
获得感、幸福感。

2021年，虽然受疫情和暴雨灾
害的影响，但虞城仍然谋划实施了
道路桥梁、园林绿化、治水治污、
市容环卫、路灯照明、停车场、农
贸市场、老旧小区改造，以及教育、
医疗等城市建设提质项目 74个，完
成投资 14.55 亿元。完成城区雨污
水管网和积水点改造，新建排水管
网72公里，累计清淤41.4公里；完成
34 条道路、8 条内河、16 座桥梁亮
化提升和 150 个问题窨井盖整改；
完成 135条背街小巷改造和 6个老

旧小区改造；新建城区公办幼儿园
3所，改扩建中小学校6所。

“正是因为虞城县的文明城市
创建始终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
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把文明城
市创建作为加快城市建设、加强城
市管理、提升服务能力的重要抓
手，做了很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的民生实事，广大市民才能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据省文明
办反馈的情况看，2021年全省文明
城市测评我县问卷调查群众满意度
98.95%，居全省第二名。这说明我
们创建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虞
城县文明办副主任李学领说。

文明创建，让市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我都 10 几年没有过过生日
了，感谢爱心晚餐的志愿者。”环
卫工人孙玉珍告诉记者。每天傍晚
6点 30 分，在虞城县两河口公园，
伴随着嘹亮的歌声，专门为一线环
卫工人和孤寡老人等服务的虞城好
人爱心晚餐准时开饭。3 年多来，
虽然受疫情影响，爱心晚餐仍然提
供了5万多人次的晚餐。

虞城县现有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1200多个，注册志愿者10万名，活
跃在虞城文明创建的方方面面。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他们住卡点、进
社区、帮核建、做消杀，走家串户
开展人员流调，线上线下进行心理
疏导。在虞城的公园广场、社区小
区、公共服务场所、红绿灯路口，
你随时随处都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身
影，“红马甲”已经成为虞城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文明城市创建必须坚持常态
长效，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决不
能搞迎检突击，更不能搞形式主
义。”虞城县人民政府县长孙虎说。

目前，虞城正在开展市容卫生治
乱、交通秩序治堵、生态环境治污、公
共服务治差“四治”专项行动。每天，
各职能部门和责任单位都在创建一
线辛勤工作，创建工作如七月的热浪
正在虞城大地上涌流。

文明创建，每天在虞城大地上涌流

虞城县城里到处可见文明城
市创建的标语。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李爱良）初秋时节，瓜果
飘香。8月14日，在虞城县张集镇裴马庄村黄桃种植合作社的
100亩果园里，也正是丰收季。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桃树
上，香甜的黄金桃挂满了枝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微风吹
过，果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经 20多名周边村民的采摘、
挑选、包装后，2万斤黄金桃被搬运上车，发往广州、深圳、
东莞等地。

近年来，该镇采取“基地+支部+公司（专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实现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助力了乡村振兴。

今年 55岁的裴福金是张集镇裴马庄村人，也是裴马庄村
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当过村支书，也曾在广西柳州
等地从事项目开发多年。得知家乡要大力发展黄金桃种植，他
决定发挥自身优势，回报家乡。

2017年，在裴马庄村“两委”的支持下，裴福金以每亩
1000元的价格流转了村里 100亩土地，尝试种植黄金桃。村

“两委”参与管理。如此，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又发展了
村集体经济。

为了保证黄金桃的品质、口感，张集镇党委政府通过“基
地+农户+定单”模式，引导果农成立果桃种植合作社。合作
社采用现代智慧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全程监控，实时掌控土壤
的湿度、温度和黄金桃的生长过程，平台记录数据。成熟后的
黄金桃颇受市场青睐，销路很好。

为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张集镇党委政府还与河南省徐佳
福食品有限公司积极对接，实施订单农业。该公司以高于市场
价的价格收购基地所有黄金桃，确保果农丰产丰收。今年，裴
福金的黄桃种植合作社销往该公司的黄金桃，收益超过150多
万元。

眼下正值黄金桃的收获季节，张集镇黄桃基地吸引了大量
留守老人、妇女前来务工。“基地生产的一级果发往深圳、东
莞等地，普通果全部卖给徐家福食品公司。我计划再增添一些
新品种，进而扩大种植规模，将种植面积扩大到300亩，以带
动更多人就业。”展望未来，裴马庄村黄桃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裴福金信心满满地说。

裴马庄村

黄桃迎来丰收季
甜蜜产业结“金果”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杨 彪）“党委政府出
面帮忙解决公司发展中的难题，让我们企业能安心发展。
真心为他们的精准服务点赞！”日前，说起虞城县田庙乡
的党政干部，河南懂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胜利禁不住
竖起大拇指夸赞。

河南懂菜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在田庙
乡流转土地 3000余亩，建设了 216个温室大棚，安置了
500余名当地群众就业，带动了 200余名脱贫户实现稳定
增收致富。结合能力作风建设，田庙乡党委政府创新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在走访中得知该企业要建设研发中
心、智能温室、蔬菜精加工车间、智能食用菌生产车间、
科普研学基地等，需要扩大经营，急需再流转一部分土
地。得到此消息后，田庙乡统战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向乡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派出专门服务团队引导群众实施
土地流转。目前，在乡村两级干部的帮忙下，该公司结合
实际，创新土地流转新模式，让农民通过土地“获租
金”、通过资金入股“变股金”、通过打工“挣薪金”、通
过资源入股“分现金”，成功打造现代农业“一地生四
金”模式。如今，该公司新流转土地500亩，既解决了企
业的发展问题，又多带动了近百户群众增收致富。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万人助万企”活
动，切实做好企业服务工作，田庙乡聚焦企业发展重点、难
点、堵点、痛点问题，切实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建立多向交流机制。该乡为 32个企业分别确定一名
干部进行分包联系，要求包联干部每周至少深入包联企业
1次，及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存在困难，汇总形成问题
清单。每月组织辖区内企业召开一次座谈会，集中听取各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同时，建立微信群，
方便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及时交流。

为提高服务效能，该乡对已经落地和投产企业，坚持
“一个企业一人管、一件事一次办”的原则，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主，不走形式、不做样子。对企业反映的困难，坚
持“13710”工作机制，扶持企业做强做大。该乡统战委
员组织相关人员不定期以深入企业走访和电话访问的形
式，抽查包联干部帮扶情况，对未按期按要求走访帮扶企
业的，进行提醒谈话和批评教育。目前，全乡包联干部深
入走访企业128次，累计梳理企业反映的问题23个，已解
决21个。

田庙乡

精准服务企业 破解发展难题

在裴马庄村黄桃种植合作社的果园里，成熟了的黄金桃正
在装箱外运。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日前，虞城县

气象局结合“四下
乡”活动，在沙集乡
郑海村文化广场开展
气象科普知识宣传活
动。活动期间，他们
通过设置展台、摆放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材料、赠送气象科普
进基层宣传手册、接
受群众咨询等方式，
向群众广泛普及气象
灾害防御知识，现场
解答了关于人工增
雨、雷电、暴雨等气
象灾害防御相关问
题。张珍珍 摄

▶ 8 月 14 日 ，
虞城县镇里堌乡产
业孵化园里，刘屯
村村民汪曼丽正在
加工毛刷。今年春
节，该乡引进小毛
刷生产项目，主产
各类毛刷、鞋刷，
月销售 2 万余只，
带动附近50名村民
实现增收致富。

本报融媒体记
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建谠） 今年以来，
虞城县芒种桥乡持续推进“万人助万企”
活动，着力提高服务效能，进一步激发企
业内生动力，提升了企业家的发展信心，
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全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提高服务精度，让企业更加省心。按照
属地及行业分工，成立 4个工作服务专班，
针对全乡 4个重点企业，逐一制定助企实施
方案，构建“一个企业，一名助企干部，一
个服务专班，一个工作方案”的“四个一”
工作机制，逐级扛稳压实责任，形成政府、
职能单位与企业高效联动、包保对接的工作
局面。

提高服务深度，让企业更加安心。乡主
要负责人多次深入企业现场办公，梳理了分
包企业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
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及存在问题，建立问
题责任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同时，先后召
开 3次惠企政策宣讲会，切实增强企业获得
感。

截至目前，该乡共走访企业22次，梳理
出资金压力大、原料成本增加、销售困难等
3个方面10条问题。

提高服务速度，让企业更有信心。该乡
聚焦企业难点、堵点、痛点问题，针对性制
订处理方案，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各方资
源，做好企业防汛、建设、疫情防控保障
工作，深入促进银企合作，芒种桥乡一流的
服务速度和营商环境大大提振了企业发展的
信心。

活动开展以来，芒种桥乡已解决企业问
题8件，其余2个正在协调解决中。

芒种桥乡：

“三心”服务让企业暖心


